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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隨著性別意識的抬頭，從國家元首、部會首

長，到跨國企業 CEO、中小企業主等，女性領導者比例逐

漸成長，女性參與決策機會亦向上提升。性別意識能如

此不斷進步，源頭可追朔於 1979 年聯合國大會通過「消

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以下簡稱 CEDAW），該公約

於 1981年正式生效，其內容闡明男女平等享有一切經濟、

社會、文化、公民和政治權利，締約國應採取立法及一切

適當措施，消除對婦女之歧視，確保男女在教育、就業、

保健、家庭、政治、法律、社會、經濟等各方面享有平等

權利。此一公約可稱之為「婦女人權法典」，開放給所有

國家(state)簽署加入，不限於聯合國會員國，全世界已

有 189 個國家簽署加入。然而，為提升台灣人民性別人權

標準，落實性別平等，台灣於 2007年自發簽署 CEDAW，2011

年制定「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並自 2012年

起施行。 

   為促進女性參政，我國選舉制度採行婦女保障名額，

且女性國會議員比例已是亞洲之冠，名次已超越男女平權普及

的瑞士，根據行政院性別平等處統計，108 年我國女性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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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委員比率 39.8%，109 年第 10 屆立委委員女性當選席

次更突破 4 成，達 41.6%，是歷年之冠。另依據世界銀行

統計資料顯示，108 年 192 個國家國會議員女性比率未達

2 成者占 4 成 4(84 國)，盧安達、古巴及玻利維亞女性國

會議員比率超過 5 成，居前 3 名；將我國資料帶入計算，

表現居第 23 位、名列亞洲第 1 位(圖 1)。 

 

 

 

 

 

圖 1 2019 年主要國家女性國會議員比率 

 

就現今社會觀之，女性已經漸漸打破限制，不僅參與決策權的

女性增加、擔任主管的女性也愈來愈多，其中不少更位居高階，

在政治領域或私經濟領域中逐漸取得與男性平起平坐的權力。本

研究係針對本府擔任女性首長及主管性別比例之關係，探討近年

來女性公務人員在決策性質的主管職位是否逐漸成長?在本府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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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體制下的女性公務人員，是否也陸續搭上此班列車-「女力崛

(決)起」，政府是否持續給予女性公務人員更多參與決策、擔任主

管的權利與機會?在公共事方面，政府在政策上該有何作為才能提

升女性公務人員的決策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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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現況分析 

一、 全國公務人員 105 年至 109 年性別比例概況 

(一) 民選首長、簡任(派)、薦任(派)、委任(派)人員 

 

 

 

 

 

 

  

 

 

 

 

 

 

(一)民選首長性別比例 

 

表 1 全國公務人員性別比率-按民選首長、簡任(派)、薦任(派)、委任(派)分 

          
單位:% 

年底別 
總

計 

性別比率 
民選首長 

性別比率 

簡任(派) 

性別比率 

薦任(派) 

性別比率 

委任(派) 

性別比率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105 100 57.92  42.08  82.02 17.98 68.21 31.79 46.63 53.37 43.06 56.94 

106 100 57.90  42.10  83.56 16.44 66.99 33.01 46.13 53.87 42.98 57.02 

107 100 57.77  42.23  82.89 17.11 66.11 33.89 46.46 53.54 43.91 56.09 

108 100 57.88  42.12  82.74 17.26 65.18 34.82 46.13 53.87 44.46 55.54 

109 100 57.69  42.31  82.02 17.98 63.47 36.53 45.83 54.17 44.54 55.46 

資料來源:銓敘部-銓敘統計-公務人員人力素質統計季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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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全國公務人員性別比率-民選首長性別比例 

 

依據銓敘部公務人員人力素質統計資料顯示，全國公務人員

109年 12月底男性人數為 21萬 1,431人(占 57.69%)；女性人數

為 15萬 5,063人(占 42.31%)，近 5年來女性公務人員比例微幅調

升，109 年底女性占比較 105 年底略增 0.23 個百分點(如表 1)。

在女性民選首長性別比率部分，105年底女性民選首長比率占全國

民選首長的 17.98%，較 106 年底微降 1.54 個百分點，惟至 109

年底又調升回 17.98%(如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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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簡任(派)人員性別比例   

 

 

 

 

 

 

 

 

 

圖 4 全國公務人員性別比率-簡任(派)人員性別比例 

 

另在行政機關公務人員中，109 年底委任(派)人員男性比率

44.54%、女性比率 55.46%，女性占比較男性高 10.92個百分點；

薦任(派)人員男性比率 45.83%、女性比率 54.17%，女性占比較男

性高 8.34個百分點；簡任(派)人員女性比率 36.53%，比 105年底

增加 4.74個百分點。依上開數據顯示，委任(派)女性公務人員與

薦任(派)女性公務人員自 105 年底比率皆比委任(派)及薦任(派)

男性公務人員高，惟近 5 年在簡任(派)男性公務人員比率較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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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女性公務人員比率平均仍高出約 21個百分點(如圖 4)。 

    於公部門領域官等中，簡任官等是具主管性質或決策權力的

高階文官，依銓敘部公務人員概況統計資料顯示，具有主管性質

或決策權力的簡任官男女性差距，從 99年男性簡任官人數為女性

簡任官人數的 6 倍縮小到 106 年的 2 倍多，雖然數量仍有明顯的

差距，惟參照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權力、決策與影響力」篇之具

體行動措施「提升女性參與機會，擴大參與管道」提及，有關持

續推動三分之一性別比例原則部分，包括公職人員簡任官等之任

命與拔擢，由此觀之，簡任官等男女性別比率逐漸縮小，我們正

朝向整體性政策目標及策略方向發展。依109年統計資料顯示，

男性及女性簡任官等比率分別為 63.47%及 3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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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府首長、副首長、簡任官等人員及一級主管人員性別 

比例概況 

(一) 本府首長、副首長 104年至 109年性別比率統計 

 

 

 

 

 

 

 

 

 

 

 

 

 

 

 

 

  

表 2 本府首長、副首長女性人數比率 

 
            單位:人；% 

年度 
男性 女性 

首長 比率 副首長 比例 首長 比率 副首長 比率 

104/12 126 72.41% 50 75.76% 48 27.59% 16 24.24% 

105/12 127 71.75% 63 75.00% 50 28.25% 21 25.00% 

106/12 129 72.88% 86 78.90% 48 27.12% 23 21.10% 

107/12 127 73.84% 83 76.15% 45 26.16% 26 23.85% 

108/12 138 75.00% 93 81.58% 46 25.00% 21 18.42% 

109/12 123 71.10% 95 84.07% 50 28.90% 18 15.93% 

資料來源: ECPA人事服務網人力資源管理系統 
   

附註:本表人員指行政機關(含一般行政、醫院、警察、消防及山地原住民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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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府除首長、副首長外簡任官等性別比率統計 

 

 

 

 

 

 

 

 

 

 

 

 

 

 

 

 

 

 

 

年度 
表 3 105-109年除首長、副首長外簡任女性人數比率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例 

105 74 66.67% 37 33.33% 

106 70 66.04% 36 33.96% 

107 74 63.79% 42 36.21% 

108 76 61.29% 48 38.71% 

109 69 60.53% 45 39.47% 

資料來源: ECPA人事服務網人力資源管理系統 

附註:本表人員指行政機關(含一般行政、醫院、警察、消防及山地原住民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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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圖 5 觀之，本府女性首長 109 年底比率為 28.90%，較 104

年底增加 1.31個百分點；另在表 3之除首長、副首長以外簡任女

性比率觀之，109 年底簡任女性比率為 39.47%，相較於 105 年增

加 6.14個百分點，成長最多，可見本府簡任官等女性正慢慢崛(決)

起，呈現逐年遞增趨勢，朝向突破 40%目標邁進。 

(三) 本府一級主管 105年至 109年性別比率統計 

 

 

 

 

 

 

 

  

 

年度 
表 4  105-109年本府女性一級主管人數比率 

男性 比率 女性 比例 

105/12 503 52.67% 452 47.33% 

106/12 619 56.32% 480 43.68% 

107/12 645 57.03% 486 42.97% 

108/12 643 56.26% 500 43.74% 

109/12 647 56.16% 505 43.84% 

資料來源: ECPA人事服務網人力資源管理系統 

附註:本表人員指行政機關(含一般行政、醫院、警察、消防及山地原住民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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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圖 7 可知，109 年底本府一級主管女性比率為 43.84%，

較 105年底略減 3.49個百分比，比率雖為減少，究其原因係 109

年底一級主管男女總人數較 105年底增加 197人，進而影響比率，

且男女總人數自 104年起逐漸遞增，107年底一級女性主管比率為

42.97%，至 109年底上升為 43.84%，增加 0.87個百分點，一級女

性主管呈現遞增情形。 

 

參、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在傳統社會的性別刻板印象中，女性除教育權受限制，還受

所謂「男性養家、女主照顧」的性別角色規範影響，女性在步入

婚姻及為人母後，總被期待要離開職場，被教導在家相夫教子，

家務事等於女性的職責，即使女性開始在外工作，在找尋工作或

當有升遷機會時，卻會受婚姻、家庭或無法勝任主管職務等既有

的刻板印象等因素而束縛，影響就業機會或放棄升遷機會，隨時

間長期累積，男女性主管比例即相差懸殊。相對的，在公部門領

域，早期文官因性別結構的失衡，雖然女性比較會考試，惟女性

總是在升遷制度中被自動忽視，導致在年齡與年資較長的文官中，

女性比率較低，可從中升為簡任、政務人員的女性自然也比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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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同於職等愈高，女性所占比率愈低，高階主管職，成為女性無

法跨越的一道高牆。 

    反觀現今社會性別意識的轉變，越來越多女性投入工作，並

在職場上表現亮眼，隨著女性自主意識覺醒，以及我國性別平等

政策不斷與時俱進，落實「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EDAW)的性別平等目標，不論是在工作上還是生活中，新時代

女性輕易就能掌握起頭上一片天，打破傳統對女性的刻板印象。

如同本府女性簡任官等人員，近 5年內已增長 6.14個百分點；一

級主管比例已達 4成 3，正朝著 5成前進，由此可知，女性首長及

簡任官等女性公務人員近年來比率逐漸成長，女性公務人員在國

家事務上的權利與影響力亦持續增加。 

二、 建議 

    即使女力崛起、性別平權觀念抬頭，在職場端，仍有不少女

性被舊時代的刻板印象束縛，時常因「性別」而被認定無法勝任

某些工作。儘管具備比男性職員更優秀的能力，但不論是加薪或

升遷，始終有一道難以跨越的障礙，這點在私部門領域更加明顯。    

    在公部門的我們，應加強性別觀點融入機關業務，強化「消

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及重要性別平等政策或措施之

規劃、執行與評估，以達成實質性別平等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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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升女性公務人員參與決策參與的部分，建議可運用下列

策略: 

(一) 公部門之決策參與或各委員會、小組委員應達成任一

性別不少於三分之一:每屆委員會遴(改)選委員時，加

強檢視應符合任一性別比例標準，並加強政策宣導。 

(二) 持續提升公部門性別較少者參與比率:考量女性擔任政務

人員的趨勢進展，在進用政務人員時，針對女性政務人員

部分可設定進用比例，以提升女性參與率。 

(三) 強化中高階人員培力，提升簡任官等女性人數比:公務人力

發展學院辦理國政班及高領班時，各主管機關推薦人選，

以女性為優先，且任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另辦理性

別平等高階主管人員研習班，薦送女性高階人員參訓比率

應符合性別比例原則。 

(四) 促進工作與家庭平衡，打造性別友善職場:每年辦理相關人

事法令宣導會議或研習時，加強宣導家庭照顧假、育嬰留

職停薪、彈性工時等相關規定，鼓勵符合條件之男性申請

育嬰留職停薪，讓照顧幼兒並非女性的職責。 

(五) 加強性別主流化教育訓練:鼓勵同仁參加實體或線上相關

訓練，並將所習的性別觀念運用在規劃業務或檢視各項人

事政策、法令中，追求性別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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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變，需要時間，在公部門的我們，可以藉由性別議題、性

別目標與策略等作法讓女性公務人員有更多參與決策、擔任主管

的權力與機會，或是提供完善的性別友善職場等作為，使男女性

別比例在失衡的部分逐漸拉回平衡，然而吾人認為最終的源頭是

性別意識觀念的轉變，就從家庭與學校的教育開始培養，不論是

家庭中的家務事、教養子女或是職場中的人才培育、主管職務等，

都應該消除性別任務定型化的框架，唯有突破性別潘籬，才能使

性別平等的意識大躍進。 

    女力崛起的現象，在台灣還算是才剛起步的進行式，期

待我們的改變，女力崛起(決)起正在進行著…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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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高雄市主計處性別主流化專區 

七、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08至 111年) 

八、 專案經理雜誌 2016年 12月號 SHERO時代來臨-女力崛起 

九、 聯合勸募專欄網站-女力崛起？從性別觀點看社

會變遷下的女性角色  

十、 大紀元 2013年 02月 07日訊，台灣中階文官 女性比率首

度超越男性 

 

 

  

 

 

 

 


